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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本文综述了中药红曲的真菌基原、化学成分、药理作用、食品功用及红曲的生产、加工与炮制

研究概况,并对红曲的研究开发前景进行了展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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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曲是一味传统中药,始载于元朝的 饮膳

正要 [ 1] , 本草纲目 、本草从新 等亦都有记

载。本品性温、味甘, 具有活血化瘀、健脾消食

之功效,主治产后恶露不净、瘀滞腹痛、食积饱

胀、赤白下痢、跌打损伤等症[ 2]。随着在红曲

的发酵产物中筛选出强效降血脂成分洛伐他汀

( Monacolin K)之后,红曲的研究正引起国内外

学者的极大关注。本文就红曲的研究进展概述

如下。

1 红曲的基原

红曲为红曲霉属真菌接种于蒸熟的大米上

发酵而成, 其色赤红, 故又名赤曲、红米、红大

米、红曲米、红糟,又因主产于福建等地,故又名

福曲、福米等
[ 2~ 5]

。红曲霉属 Monascus Van

T ieghem 为 Van Tieghem 于 1884年建立的属,

百余年来文献中曾记述过 20种,其中已报道过

制备红曲的菌种有 6 种: 紫红曲霉 Monascus

purpureus Went、红曲霉 M . anka Nokazaw a et

Sato、巴克红曲霉 M . barkeri Dangerd、红色红

曲霉 M . ruber Van Tieghem、变红红曲霉 M .

rubr opunctatusSato、烟色红曲霉 M . f uligi-

nosusSato等,但习惯上供药用的大多为紫红曲

霉 M . purpur eus Went[ 2]。

紫红曲霉在麦芽汁琼脂上, 菌落成膜状的

蔓延生长物, 表面有皱纹和气生菌丝。菌丝体

初白色或粉色, 老熟后红紫色或葡萄酱紫色。

菌落背面紫红色。显微镜下观察: 菌丝分枝、有

隔、多核, 含橙红色颗粒, 直径 3~ 7 m。分生

孢子单生或成链, 球形或梨形, 直径 6 ~ 9 m,

或9~ 11 m 6~ 9 m。团囊壳橙红色, 球形,

直径 25~ 75 m。子囊球形, 含 8 个子囊孢子,

成熟后即消失。子囊孢子卵圆形、光滑、无色或

淡红色, 5~ 6. 5 m 3. 5~ 5 m
[ 6]
。

关于红曲霉属的分类地位, 刘波( 1978)、戴

芳澜( 1987)均采用了 M art in 分类系统, 将红曲

霉属归于真菌门 ( Fung i ) , 子囊菌纲 ( As-

comycetes) , 真子囊菌亚纲( Euascomycetes)、曲

霉目即散囊菌目( Eurot iales)、曲霉科即散囊菌

科 ( Eurotiaceae ) ; 而俞大绂 ( 1985 )、张纪忠

( 1990)等采用了 Ainsworth 分类系统, 这也是

目前多数真菌学者趋向参照的分类系统,将红

曲霉属归于真菌界( The Fung i)、真菌门 ( Eu-

mycota)、子囊菌亚门( Ascom ycotina)、不整囊菌

纲( P lectom yhcetes)、散囊菌目( Eurtot iales)、红

曲科( M onascaceae)。在此, 于散囊菌目下建立

红曲科,从而与散囊菌科分开,红曲科下仅一属

即为红曲霉属
[ 3, 7~ 9]

。陈驹声( 1982)将红曲霉

属归于半子囊菌纲( Hem iascomycetes)下[ 10] ,与

大多数学者的分类归属不一致,可见是不妥当

的。

2 化学成分

2 1 酶类

主要有糊精化酶、- 淀粉酶、淀粉 1- 4葡

萄糖苷酶、麦芽糖酶、蛋白酶、羧肽酶等, 其中,

红曲霉葡萄糖淀粉酶有五种类型, 分别为: E1、

E2、E3、E4 和 E5, 主 要 成 分 为 E3 和

E4[ 6, 11~ 13]。

2 2 色素

已分离得到潘红( rubropunctat in)、梦那玉

红( mona- scorubrin)等 2 种红色色素;梦那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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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monascin)、安卡黄素( ankaf l alvin)等 2种黄色

色素; 潘红胺 ( rubropunctamine)、梦那天红胺

(monascorubramine)等 2 种紫色色素[ 10] ; 还有

2种红色色素, 但尚未命名, 结构式待定, 它们

的分子式为 C25H31NO5、C23H27NO5
[ 14]。

2 3 Monacolin类化合物

80年代,日本人 Negishi等对红曲霉属 18

个菌种 1个亚种共 124菌株进行筛选, 从 M .

ruber , M . purpureus , M . p ilosus, M . vi treus

和M . pubiger us 五个红曲霉属菌种中, 得到了

强效降血脂成分 Monacolin k(即 Lovastat in, 洛

伐他汀)。接下去又分别得到了 M onacolin J,

L, X, M , Dihydromev inolin及 Dihy dromonacolin

L.等降血脂成分[ 15]。

我们从由紫红曲霉诱变菌株 M . pur-

pureus M S18接种于大米发酵制备的红曲药材

中分离得到无色针晶化合物, 经鉴定确证为洛

伐他汀( Lovastat in) ,收率 0 0022% [ 30] ,并建立

了红曲药材中洛伐他汀的 H PLC 定量分析方

法。

2 4 其它

红曲霉素的发酵产物中尚含有:麦角甾醇、

乙醇、硬脂酸、柠檬酸、琥珀酸、乳酸、草酸、醋

酸、核苷酵素,微量的乙醛、蚁酸、杂醇油、丙酮、

3- 羟基丁酮等[ 10, 11, 13, 16, 17]。

3 药理作用

3 1 降血脂

M onacolin K 及其类似物是特异性的

HM G- CoA还原酶抑制剂,其对血清胆固醇降

低作用显著, 并有降低甘油三酯及低密度脂蛋

白的作用
[ 18]
。与其它降血脂药比较, Monaco-l

in K的降脂效果优于氯贝丁酯、考来烯胺、普

罗布考、烟酸等[ 19]。

3 2 降高血压

日本有人从 M . p ilosus IFO 4520 和 M .

anka IFO 6540的发酵产物中分离得到一分子

量< 3000的茶色组分,具有降高血压作用[ 20]。

3 3 抑菌

红曲能产生抗菌活性物质, 对芽孢杆菌属

( Bacillus)、链球菌属( Streptococus)、假单孢菌

属( Pseudmonas)等有抑菌活性, 其抗菌活性是

由梦那玉红 ( monascopubrin) , 潘红胺 ( rubrop-

unctamine)

二种色素产生的。红曲不抑制大肠杆菌( Es-

cherichia coli)、枯草芽孢杆菌 ( Bscillus subti-l

lis)、干 酪 乳 杆 菌 ( Lactobacillus casei ) 等

菌
[ 21, 22]

。

4 食品功用

4 1 红曲中含有葡萄糖淀粉酶能将淀粉几乎

百分百之百地水解成葡萄糖, 工业上利用红曲

霉这一特性代替了酸水解法生产葡萄糖,具有

很多优点:水解率高,能节约粮食,降低成本,提

高产品质量。我国福建、台湾、浙江等东南沿海

诸省一向利用红曲酿制红酒,俗称老酒,闻名于

世,红曲还能制醋,制作豆腐乳等乳制品[ 11]。

4 2 日本人将鱼仔浸入红曲霉菌发酵液中,用

于制备低胆固醇鱼仔
[ 23]

;食醋中混入红曲霉菌

发酵液中作为高血脂病人的食疗用品[ 24]。

4 3 由于红曲易培养,产色素能力强, 安全性

高。国外,特别是日本已广泛用于肉类、鱼、豆、

面、糖果酱、果汁等食品着色[ 25]。另外, 红曲也

可作头发染料[ 26]。

4 4 红曲能防止杂菌污染而避免肉和鱼类腐

败[ 27] ,这方面我国的 饮膳正要 、天工开物

等历代文献就有记载[ 1]。但在防腐这一点上,

红曲并不能完全替代硝酸盐[ 22]。

5 生产、加工与炮制

千余年来,红曲一直靠自然发酵和曲母法

生产[ 2]。工艺落后,成品率低, 生产周期长, 使

其产量、质量得不到保证。

近年来,红曲的生产转入了人工控制发酵,

发酵场地由土坑转入了发酵室,生产周期明显

缩短,提高了生产效率, 降低了成本,保证了质

量
[ 28]
。关于接种用大米的品种, 文献报道主要

有两种:粳米与籼米。经本草考证,我们认为用

粳米才为正源[ 1, 29]。

6 展望

红曲霉菌发酵产物中 Monacolin 类化合物

有显著的血脂调节作用, 特别是 Monacolin K,

被认为是目前最佳的血脂调节药物。但是, 经

检测发现,红曲中 M onacolin K 的含量非常低,

仅有千万分之几, 如何利用现有对聚酮体代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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途径的研究成果及有关发酵调控技术来提高活

性成分的含量,或者,能否通过物理、化学诱变

或基因重组技术获得高产菌株, 以及进一步能

否利用限制性内切酶酶切片段长度多态性

( RELP ) 及随机扩增的多态性分 析技术

( RAPD)等,找出产生 Monacolin K 及其类似物

的特定 DNA 片段, 通过转基因技术或反义技

术, 而使活性成分含量提高等等都可能有着重

要的现实意义,预期这些工作的深入展开将会

使红曲的研究和生产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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